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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引發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能電廠核子事故，造成放

射性物質外釋，影響居民與環境甚鉅，爰此，依照事故經驗回饋，世界各國積

極展開核能電廠各項強化措施，以提升核能電廠抗災韌性，亦重新檢討核子事

故相關民眾防護及應變機制，並將相關因應之配套作為落實於平時整備工作，

期能從源頭減災，整備耐災至應變抗災，全面強化核子事故應變機制。而為促

進國際交流，日本內閣府自 2016 年起開始邀請我國觀摩該國年度原子力綜合

防災演習，而我國也自同年起邀請日方觀摩我國辦理之核安演習，以達交流之

目的。日本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習規模類似我國核安演習，參與單位包括中央、

地方相關公私部門及核能電廠業者等，本次觀摩有助於我國借鏡他國經驗，精

進我國核子事故災害應變機制及演習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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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地區因地震引發海嘯侵襲，而福島第一核能

發電廠又因一連串不當應變作為，因此發生嚴重核子事故，造成大量放射性物

質外釋，影響居民生活甚鉅。為了避免類似災害重演，原能會於 101 年 8 月完

成「國內核能電廠現有安全防護體制全面體檢方案」總檢討報告，並借鏡福島

核子事故經驗，持續精進我國核能電廠之耐災能力及應變機制，以防範未然。 

    日本內閣府(Cabinet Office)自 2016 年首次邀請我國觀摩 2016 年 11 月 12 至

14 日北海道泊(Tomari)核能電廠之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習(Nuclear Energy Disaster 

Prevention Drill)，另於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5 日邀請我國觀摩九州玄海(Genkai)

核能電廠之演習，今(2019)年係第三次邀請我國派員觀摩年度原子力綜合防災

演習，觀摩地點為島根縣島根(Shimane)核能電廠。日本的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習

類似我國核安演習，參與單位包括中央、地方相關公私部門、團體及核能電廠

業者，其動員規模與我國核安演習做法類似。本次藉由觀摩學習及與各國觀摩

人員相互意見交流，瞭解日本辦理演習規劃及評核方式與民眾防護應變機制，

有助於更加完善我國現有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整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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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本次出國行程含往返共計六日，行程表如下： 

日  期 行 程 內 容 

11 月 7 日

（四） 
去程（松山機場→日本東京羽田機場→日本鳥取縣米子） 

11 月 8 日

（五） 
參加演習觀摩前說明會(島根縣松江市) 

11 月 9 日

（六） 
演習觀摩(島根縣、鳥取縣) 

11 月 10 日

（日） 

演習觀摩(島根縣、鳥取縣)  

日本米子機場→東京 

11 月 11 日

（一） 

1. 參訪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2. 參加內閣府與國際觀摩人員交流會議 

11 月 12 日

（二） 
回程（日本東京羽田機場→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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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過程紀要 

    日本 2019 年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習(2019 Nuclear Energy Disaster Prevention 

Drill)，於 11 月 8 日至 10 日舉行，本次觀摩除我國外，還有美國、英國、法

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芬蘭、南韓、新加坡、國際原子能總署等國家或國際

組織參加。日本依照原子力災害對策特別措施法必須實施防災演練，本次演習

擇定島根縣島根(Shimane)核能電廠舉辦，該電廠於 2000 年實施演練，事隔 19

年再度辦理。核能電廠場址位於島根縣松江市鹿島町，隸屬於日本中國電力公

司，廠內共設有 3 部沸水式機組，1 號機於 1974 年商轉，2 號機於 1989 年商

轉，3 號機則已興建並測試完成，唯因福島事故，尚未裝填燃料。目前 1 號機

正進行除役規劃，2 號機則因進行新管制基準符合性審查而停止運轉，3 號機

也配合改善與補強，待 2 號機重新啟動後再推動 3 號機試運轉申請。 

    日本福島事故後，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係參考國際原子能總署建議，

劃分為 PAZ(Precautionary Action Zone)及 UPZ(Urgent Protective Action Planning 

Zone)，其範圍分別為 0~5 公里及 5~30 公里。以島根核能電廠為例，PAZ 範圍

為島根縣之松江市，UPZ 範圍則包含島根縣四市(松江市、出雲市、雲南市、

安來市)、鳥取縣二市(米子市、境港市)。比較日本與我國緊急應變機制與範圍，

於緊急戒備事故時，日本開始進行弱勢民眾預防性疏散準備，達到廠區緊急事

故時，即疏散 PAZ 地區內弱勢民眾，並進行 PAZ 地區民眾疏散準備，其 PAZ

操作概念類似我國 EPZ 內圈 0~3 公里預防性疏散範圍。於廠區緊急事故時，

進行 UPZ 地區內民眾室內掩蔽，並於全面緊急事故時，視放射性物質外釋狀

況啟動民眾疏散，其 UPZ 操作概念則近似我國 EPZ 外圍 3~8 公里之緊急應變

作為。為利國際觀摩人員瞭解本次演習規劃，演習前一日日方安排於松江市辦

理演習前說明會，由內閣府及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NRA)簡介日本核子事故平時整備規劃及緊急應變規劃機制、本次演

習觀摩路線及演練項目等。 

    本次演習係參考福島事故，以地震引發核子事故之複合式災害為背景設

定。演習預設位於島根縣東部發生地震，而電廠所在地松江市震度則達到芮氏

規模 6.0，因地震造成外部電源喪失，島根核能電廠 2 號機(BWR)緊急爐心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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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系統(ECCS)及反應爐注水設備發生故障，無法有效將冷卻水注入反應爐，最

後爐心熔毀，引發全面緊急事故且造成放射性物質外釋。依前述想定設定，檢

視各緊急應變組織是否能有效啟動運作，並驗證核子事故決策與應變流程及相

關應變計畫與程序書之可行性 

一、11 月 8 日演習觀摩前說明會(島根縣松江市) 

    為利各國觀摩人員對日本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機制及本次演習規劃有初步

瞭解，日方於正式演練前辦理觀摩前說明會(如圖 1 及 2)，由內閣府及原子力

規制委員會(NRA)介紹日本輻射防護管制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指引(Radiation 

Protection Regulations and Nuclear Emergency Response Guidelines in Japan, NRA 

EPR Guide)、區域緊急應變簡介(Emergency Response in the Region)、2018 年日本

核安演習影片介紹(Video of 2018 Nuclear Energy Disaster Prevention Drill )、2019

年日本核安演習觀摩行程介紹(FY 2019 Nuclear Energy Disaster Prevention Drill 

Outline of the Observation Tour)。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係自日本福島核子事故以後，為強化核安監管的獨立

性，於 2012 年 9 月成立之獨立機關，整合並監管原分散至各省局處之核能安

全管制、核子保安及核子保防等業務，約有 1,000 人(統計至 2019 年 4 月 1 日)，

其角色與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相當。 

    日本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區分為廠外緊急應變及廠內緊急應變，廠內緊急應

變之主導機關為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廠外則是內閣府下之原災本部事務局，我

國則全由行政原子能委員會主導。而為檢視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機制，日本每年

擇 1 座核能電廠辦理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習，每座核能電廠每年需至少辦理 1

次廠內演練，此做法與我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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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觀摩前說明會 

 
圖 2：說明會後日方與各國觀摩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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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 月 8 日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習觀摩(島根縣松江市) 

    本次演習依照事故時序進行，概要如表 1，演習假定 11 月 8 日下午 2 時

發生地震，造成外部電源喪失，島根核能電廠發生 2 號機緊急爐心冷卻系統

(Emergency Core Cooling System,ECCS)及反應爐注水設備發生故障且無法有效

排除，於下午 2 時 20 分惡化至緊急戒備事故，並於下午 5 時 00 分達廠區緊急

事故，爰此，日方安排國際觀摩人員參加完說明會後，隨即驅車前往島根縣災

害對策本部、島根縣廠外應變中心及松江市災害對策本部觀摩應變組織運作。 

表 1：本次演習概要表 

 

觀摩第一站於島根縣災害對策本部(相當我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係由島

根縣轄各相關機關組成，該組織於島根核能電廠發生緊急戒備事故時即成立並

開始應變，指揮官由島根縣長擔任，參訪時，應變人員正積極處理地震後各項

救災應變事宜，其演練過程類似我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及啟動應變流程，

演練情形如圖 3。 

觀摩第二站為島根縣廠外應變中心(Shimane Off-Site Center,OFC)，該中心

與島根縣災害對策本部相隔不遠，故日方說明人員係帶領觀摩人員步行前往。



 

7 
 

廠外應變中心為一獨立之建築物，於 1 樓設有空氣過濾設備，可於事故時提供

各樓層使用(如圖 4)。本次觀摩位置主要在 2 樓，2 樓為一開放大空間，並區

隔為多個小開放空間供各功能編組使用，應變編組依其功能分為廣報班、醫療

班、住民安全班、總括班、實動對處班、放射線班、運營支援班等，各功能編

組皆在分配空間進行負責之應變作為，牆上並裝設有輻射監測系統，可隨時提

供應變人員室內及戶外輻射劑量資訊，概念類似我國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前進協調所，唯進駐成員及分工較為複雜。 

本站觀摩項目包括各功能編組的討論運作及廠外應變中心全體第二次工

作會議的召開，演練情形如圖 5 及圖 6。全體會議的與會人員包含島根縣、鳥

取縣及 UPZ 六市(松江市、出雲市、雲南市、安來市、米子市、境港市)代表、

各功能編組及中國電力公司員工，並同時與其他應變組織(各縣(市)應變中心)

進行視訊連線，此時演習情境已進入廠區緊急事故，除先與電廠應變組織視訊

了解電廠搶救情況，接著進行天氣預報及研議民眾防護行動規劃，並與地方政

府視訊聯繫後續執行進度。此階段並成立緊急監測中心，開始進行環境監測並

收集相關資訊，作為後續應變參考。本站另有一項特別之處，日方於該場所設

有桌面互動式投影機，可將核能電廠及災區周圍地理資訊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及相關後勤資料投影於桌面上(如圖 7)，使應變人員在

查詢資料及溝通時更加即時與便利。 

觀摩第三站來到松江市災害對策本部，進駐成員包含松江市內各相關機

構，觀摩本站時，演習時序為廠區緊急事故，各應變分組正進行第三次會議，

討論 PAZ 地區內之民眾進行預防性疏散作業及碘片發放事宜(如圖 8)。而市級

災害對策本部另一項重要的任務，即是透過收音機、網路公告、廣播、傳真機、

電子郵件、災防告警等多元管道，針對轄內民眾發布警報及因應之應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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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島根縣災害對策本部演練 

 
圖 4 島根縣廠外應變中心抗輻射設備  

圖 a：空氣過濾系統；圖 b：能提供各應變樓層使用 

 
圖 5 島根縣廠外應變中心(OFC) 

圖 a：應變場所；圖 b：住民安全班編組進行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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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日方解說人員簡介演練事項 

 
圖 7：互動式投影機呈現救災應變中心相關

資訊 

 

 
圖 8：松江市災害對策本部演練 

 

三、11 月 9 日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習觀摩(島根) 

本日觀摩第一站來到鳥取縣消防管理學院，演練項目為災難時緊急醫療救

護演練，該學院平時係作為鳥取縣訓練其消防人員使用，於災害發生時，則具

有 4 大核心功能： 

1.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救護場所 

2. 核子事故送醫院前轉運站 

3. 災難醫療隊(DMAT)進駐場所 

4. 民眾資訊溝通場所 

本站演練重點項目為日本災難醫療救護隊 (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ce 

Team ,DMAT)及自衛隊合作設立臨時醫療設施(Staging Care Unit, SCU)，執行災

區大規模傷患現場救護及異地轉送任務。日方人員介紹依 1995 年阪神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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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許多傷者於災難現場未得到緊急醫療的救護，導致死亡率增加。因此，

日本參考美國的經驗，於 2004 年訂定災害緊急救援相關法令，並於 2005 年啟

動日方災難醫療救護隊(DMAT)執行災區現場緊急醫療救助任務。觀摩本站

時，演習係進行到廠區緊急事故階段，故 DMAT 及自衛隊演練救援在地震中

受到傷害的民眾，包含緊急救護、聯繫後送醫院、傷患轉送等(如圖 9)，此外，

演練內容包含現場為傷患進行緊急外科手術處置，因此，觀察到有可緊急進行

外科手術的裝備車(如圖 10)及設有儲備救援設備的倉庫(如圖 11，可移動且內

含很多醫療救援設備)。另外，本站亦作為傷患集結轉送場所，有大型軍用直

升機前來支援嚴重傷患異地轉送任務(如圖 12)，而該軍用直升機運送量能可一

次運送 8-12 位一般傷患或是 4 位嚴重傷患。 

本日觀摩第二站又回到島根縣廠外應變中心，此時演習時序已進入全面緊

急階段，首相安倍於電視上宣布進入全面緊急事故(如圖 13)，已於東京成立核

能災害對策本部研議後續民眾防護行動規劃。於現場觀摩時，收到日方通知

PAZ 地區居民執行疏散及依指示服用碘片的細胞廣播服務訊息(Cell Broadcast 

Service , CBS)，而島根縣廠外應變中心，也召開聯合會議討論 PAZ 地區居民疏

散及服用碘片、UPZ 地區居民室內掩蔽等防護作為，並與各應變中心視訊以

了解其執行進度。另外，日方亦於觀摩空檔時，現場展示提供災民及應變人員

的食物料理包，並實際示範加熱過程(如圖 14)。該料理包為一盒裝包裝，於食

用時，打開有一大型夾鏈袋及米飯包、調理包及發熱劑，只要將這食物料理包

及發熱劑一同放入大型夾鏈袋內，即可於 10 分鐘內將食物加熱至可食用狀

態，非常適用於資源稀少的災區，作為現場傷患及應變人員營養補充來源。 

 
圖 9：DMAT 執行緊急醫療救護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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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臨時外科醫療處置裝備車 

 
圖 11：戶外醫療物資儲備倉庫 

 
圖 12 日本自衛隊軍事直升機  

圖 a：搬運傷患演練；圖 b：軍事直升機外觀 

 
圖 13：日本首相宣布進入全面緊急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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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防災食品  

圖 a：內容物；圖 b：日方人員示範防災食品使用方式 

本日觀摩第三站來到位於島根縣西南方的大田市民會館，該館距離電廠約

81 公里，係作為松江市地區陸島、生馬、古江地區(PAZ 範圍)等居民收容所。

依據日本應變機制規劃，這些居民會先到集結點集合，再轉運至收容所，而在

抵達收容所前，政府會派員於車上先將相關資訊提供給疏散民眾。本站觀摩地

點在大田市民會館大禮堂，觀摩人員先抵達現場，接著上述各地區參演民眾(鹿

島區 300 名、生馬區 60 名、古江區 80 名，共計 440 名)陸續抵達，並由專人

引導至座位等待(如圖 15)。待所有參演民眾就定位，先由大田市代表致詞，並

邀集各區代表召開收容協調會議，協調各項安置生活公約，以利各區收容民眾

後續依循。 

本日觀摩最後一站來到島根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該院被指定為島根縣核

災緊急醫療核心醫院，收容能量為 616 床病患。其中，緊急外科治療部門於

2016 年成立，整合進階外傷及急診業務，成立一混合急診中心。在一般醫院

中，診斷及治療場所是分開的，但該中心引進最新科技之儀器，可在同一場所

執行診斷及治療業務，進而提高重症傷患存活率。治療場所則被區隔為兩個區

域(如圖 16)，一個為配置最新科技儀器之重症病患處置區，另一區則為一般傷

患處置區，可同時處理三位一般患者，而指揮醫生則可透過螢幕，同時指揮重

症病患處置區及一般傷患處置區執行救援處置作為。此外，本站解說人員特別

介紹裝設衛星裝備之支援車輛，該車可深入災區，傳遞災情及傷患資訊(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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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圖 15 大田市民會館  

圖 a：外觀；b：PAZ 地區民眾疏散演練 

 
圖 16 島根大學附設醫院混合急診中心  

圖 a：觀摩重症病患處置區；圖 b：觀摩一般傷患處置區 

 
圖 17 島根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災區支援車  

圖 a：支援車及衛星系統；圖 b：支援車車內設備 

 

四、11 月 10 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習觀摩(島根縣、鳥取縣) 

本日觀摩第一站為安來市役所，依照演習情境，此時已達全面緊急事故，

且放射性物質已外釋，UPZ 地區已經達到 OIL2 暫時移居標準，居民須進行暫

時移居。本站演練重點為 UPZ 區內民眾先前往集結點集結，並等待政府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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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車接送至收容所(如圖 18)。依日方平時整備規劃，未事先發送碘片予 UPZ

地區內民眾，而是於疏散集結時發給民眾碘片，並請民眾依指示服用。接著，

依照日方緊急應變機制，集結民眾在前往收容所前，會先前往除污站(類似我

國防護站)進行疏散車輛及民眾污染偵檢，確認無污染後才會再前往收容所。 

依照演習時序，觀摩人員搭車跟隨疏散民眾前往下一站安來市 fureai 公

園，觀摩疏散車輛及人員偵檢演練。依日方規劃，作為除污站之候選地點皆位

於 UPZ 地區外，其中，島根縣政府擇定 13 個地點，鳥取縣政府則擇定 7 個地

點，另外有 1 個地點是兩縣府共同擇定。而本次觀摩的安來市 fureai 公園鄰近

UPZ 邊界，腹地極大，現場有一組車輛門框偵檢器，當載送疏散民眾的車輛

抵達時，現場觀察到車輛先緩慢通過偵檢器，進行車輛污染偵檢(如圖 19)，若

是檢測值未超過設定標準(40,000cpm)，則可視為未遭受污染，即可放行。反之，

則需進行人員偵檢，進一步確認是否需進行後續除污。而依照日方應變機制，

判定放行與後續偵檢除污步驟如下： 

1. 載送疏散民眾車輛先通過門框偵檢器，若是測得輻射污染值未超過

40,000cpm，則視為無污染，即可放行。若是超過 40,000cpm，則需依下述

步驟進一步確認是否有人員污染。 

2. 若測得車輛輻射污染值超過 40,000cpm，除需進行車輛除污外，偵檢人員

(島根縣政府員工)會隨機挑選車上一名疏散民眾，進行人員污染偵檢，若

是測得污染值超過 40,000cpm(OIL4 標準)，則全車每一位民眾及車輛都需

要偵檢及除污，直到人車都低於 40,000cpm 才可放行。 

3. 上述步驟訂定的污染閥值則需視當地背景值而定，因該區前兩個月平均背

景值為 30,000cpm，故本次演習，設定輻射污染值閥值為 40,000cpm。 

而除污工作則由自衛隊提供除污車及派員協助進行，類似我國核子事故支

援中心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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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安來市役所(集結點)  

圖 a：市役所外觀；圖 b：PAZ 地區居民集結及發放碘片演練 

 
圖 19 安來市 fureai 公園  

圖 a：疏散車輛偵檢演練； 圖 b：疏散車輛除污演練 

 

觀摩完除污作業後，即前往本日第三站鳥取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參訪。該

院前身為縣立醫院米子分院，直到 1950 年才與鳥取大學合併，收容能量為 697

病床。類似昨日觀摩之島根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鳥取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在

核災應變的功能，也被指定為鳥取縣核災緊急醫療核心醫院，該院於主建物旁

有一獨立之兩層樓設施，專為於核子事故時受到放射性污染之民眾進行除污及

治療之用。而為了避免污染擴散，該設施與其他建物通道，皆設置阻隔門。本

站參訪重點係由院方人員介紹輻傷病患除污、處置場所及設備。日方解說人員

特別介紹，考量當地天氣寒冷，故除污室設有加熱裝置，以免長者因除污過程

失溫，而除污使用的水也都會另外收集處理，現場也發現治療室旁設有全身計

測室供判斷傷患污染狀況，治療室前地板也都鋪上塑膠墊，以避免污染。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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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棟建築的頂樓，亦設有停機坪，可供直升機運緊急運送需急救病患使用，

本站觀摩情形如圖 20。 

 

 
圖 20 鳥取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圖 a：除污室(內含加熱器)； 圖 b：觀摩輻傷治療場所；圖 c：頂樓停機坪 

 

本日下午前往島根核能電廠參訪，抵達電廠時，門口保安檢查程序相當嚴

謹；日方電廠人員依護照比對申請表確認參訪人員身份，對攜入物件亦進行仔

細檢查，並將遊覽車上的所有隨身及手提行李先行置放於島根 3 號機模擬器中

心。島根核能電廠參訪首站先至會議場所，由山本廠長開場，並由日方人員簡

報介紹島根電廠及相關應變設施，另本次行程並無安排參訪演習假設發生事故

之 2 號機組(Boiling Water Reactor,BWR)，而是參訪正在施工階段(試運轉)的 3 

號機組(Advanced Boiling Water Reactor,ABWR)。 

簡報完畢後，山本廠長安排國際觀摩團先參訪島根電廠於福島後執行之強

化改善工程，包括：緊急時對策所、防海嘯牆及水密門等設施；山本廠長並於

參訪過程詳盡解說各設施功能性如下：  

1. 緊急時對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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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根核能電廠緊急時對策所位於海拔 50 公尺高之山坡上，為地上一層樓

之免震動建築物，最多可容納約 300 名應變人員。緊急時對策所主要作為事故

發生時，電廠應變人員工作場所，並具有下述功能： 

（1） 具有一定的抗震能力且不會受到海嘯的影響，並具有多元且獨立的電源

系統。 

（2） 由於與機組控制室分屬不同位置，當事故發生時能使廠區週遭及廠內分

散的信息做有效的統整，使用系統重要安全設備於重大事故處理上發揮

綜整功效，並在信息的共享執行全面的管理。另將安全參數顯示系統

(Safety Parameters Display System , SPDS)匯總數據轉換並傳輸到緊急應

變支援系統(Emergency Response Support System, ERSS)供地方政府及內

閣府決策參考。 

（3） 應變人員的輻射防護亦有相當的對應設備，如生物屏蔽裝置、空氣製造

設備、及空氣過濾設備等，相關資訊如圖 21 所示。 

 

圖 21：島根核能電廠緊急時對策所相關資訊 

2. 海嘯牆及水密設施 

島根電廠臨近日本海，廠區高程約海平面 8.5 公尺，依據日方的地震

評估資料顯示，海嘯上溯高程約 9.5 米。依據海嘯高程建設相關水密設

施的資訊如圖 22 所示，電廠依海嘯的強度及現場地形有不同之施作工

法，由剖面形狀區分梯形、倒 T 型及地樁型，共分有 3 種形式的海嘯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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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島根核能電廠海嘯牆及水密門資訊 

3. 島根電廠 3 號機 

島根電廠 3 號機(Advanced Boiling Water Reactor,ABWR)為進步型反應器，

目前正比照 2 號機(Boiling Water Reactor,BWR)同步進行必要的補強工作，惟島

根電廠現階段仍以完成 2 號機之改善並申請重啟為最優先考量。由於 3 號機尚

未運轉，電廠為避免任何可能的污染物被攜入廠房內，進入廠房前包括工作人

員均需更換電廠的工作鞋。 

本次由山本廠長親自引導進行 3 號機現場參訪，主要參訪的地點有主控制

室、反應器廠房、輔助廠房及汽機廠房等。並說明島根核能電廠 3 號機將 BWR

控制棒驅動系統，精進為微調式控制棒精密驅動裝置(Fine Motion Control Rod 

Drive,FMCRD)，由液壓控制改變為馬達驅動及液壓雙系統控制。微調控制棒驅

動機構以先進的步進式馬達，驅動控制棒，精確的把控制棒定位在 3.66 公分

之內，在安全與平時運轉上可發揮較大的效益。圖 23 為觀摩人員於島根電廠

3 號機爐心儀殼(IN CORE HOUSING) 現場設備觀摩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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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島根核能電廠 3 號機爐心儀殼(IN CORE HOUSING) 現場設備 

 

五、 11 月 11 日(東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內閣府) 

最後一天的行程主要是到日本內閣府進行交流會議，在前往日本內閣府之

前，日方特別安排國際觀摩人員參訪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該單位係日本核能電

廠的安全管制單位。本站主要參訪該委員會的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中心

(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簡稱 ERC)，此中心位於該棟大樓三樓，內部配置

共分為三個區塊：廠外應變中心(off-site center)、廠內應變中心(on-site center)和

國際稽核區(international audit)，其中廠外應變中心所占面積最大，作為與地方

災害應變中心和相關單位進行視訊連線，討論即時狀況和因應決策場所，下轄

應變功能分組亦含住民安全班、醫療班、廣報班、放射線班、實動對處班、

EMC(Emergency Monitoring Center)和總括班等。廠內應變中心區域則是用來與

日本各核能電廠及相關單位進行視訊連線，以了解現場狀況；國際稽核區則用

以與國際組織(如國際原子能總署和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視訊連線。此處參訪

時間僅 30 分鐘，隨後即搭乘專車前往內閣府進行總結討論。 

為對於這次的演習進行回顧與總結，日方特別安排於內閣府辦理交流會

議，對這幾天國際觀摩人員所提的意見進行歸納及補充說明(如圖 24)。若國際

觀摩者仍有問題，也可藉此機會提出討論或進一步分享本國演習經驗。 

許多觀摩人員表示想進一步了解日本進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的決策過

程，因為這攸關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獨立性。日方說明，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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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提供災區的各項資訊，包括事故核能電廠的最新情況、相關科學與技術數據

等，再由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內部的專家群進行分析與討論後，向內閣府提出應

變決策建議，待首相核定後即實施。對此，有參與者表示，實際運作時，是否

會有公文不斷往返，也就是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提出的建議遭到首相的否決，並

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另擬對策，導致延誤相關應變作為等情事。對此，日方表

示，原則上首相或其代理人會尊重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專業和決策。 

此次演習的亮點即此次演習第二天，首相透過各種傳播管道向民眾宣布發

生核子事故，隨即成立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並與主要的災害對策總部、核子

事故應變委員會召開聯合會議討論應變措施。首相的參與以及聯合會議召開

時，各單位的相互協調應變也是海外觀摩者關注的部分，各國人員均對日本行

政首長參與演習的作法表示敬佩，足見日本對年度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習的重

視。 

因本次演習觀摩行程並無特別安排觀摩新聞發布作業，因此本會同仁特利

用總結會議向日方提問以下問題： 

1.如何確保各機關新聞發布內容一致？ 

2.面對網路錯假訊息，日方的處理方式？ 

對於上述提問，日方表示為使民眾得到最新資訊，會較平時增加新聞發布

頻率，每 30 分鐘發布相關訊息，而為使新聞發布內容一致，平時會安排民眾

溝通和新聞發布的教育訓練，並請地方政府參與；此外，若有事故最新發展的

資訊，日本內閣府也會利用推特(twitter)即時發布訊息。至於網路錯假訊息，

日方表示要有效遏止確實是一大挑戰，目前的對策是增加官方發布新聞的頻

率。對於新聞發布的議題，亦引起了其他國家觀摩者的興趣，美國核管會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NRC)的代表特別發言表示，他們期盼明年日本

演習時，能將社群媒體的演練納入。 

除了新聞發布作業，日本對於演習的評核作法也是本次參訪時想進一步瞭

解的重點，因為在日方安排的各項行程中，並無觀察到相關的評核作業，因此

在總結會議時亦向日方請教演習評核的作法。日方表示，進行評核的人員有

50 位，是由核能安全管制人員、外部技術諮詢顧問公司的專家，以及負責擔



 

21 
 

任在地相關教育訓練的講師等組成，會先設計檢查清單(checklist)供評核人員勾

選。另為持續改善演習成效，也會設計意見調查表，由地方應變單位以紙本和

電郵的方式發送給參演民眾。另外，美國 NRC 代表有提出可用刷條形碼

(Barcode)的方式，讓參與者可即時在該項演練處，以手機刷條形碼，以提供意

見回饋。 

最後，會議主席提到了日本對於核子事故緊急應變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人力

資源，因目前除了管制相關的公部門應變人員或是核能電廠員工，輪調或異動

都很頻繁，因此相應的教育訓練頗為重要。另外，依照日方規劃，無預警狀況

(Blind Drill)演練係於辦理市、區級演練層級時進行，以驗證並強化各單位的應

變能力，而非於全國性演練進行。日方也分享對於演習規劃單位而言，如何設

計適當的無預警狀況(Blind Drill)藉此精進應變機制及應變人員能力，是一項挑

戰。 

 

 
圖 24：國際觀摩團體與日本內閣府官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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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本次觀摩，發現日方的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習，係將兵棋推演與實兵演練

結合，並依照演習時序進行各項應變及民眾防護作為。演習形式依循收集

資訊-決策-執行-回饋的應變步驟進行，可讓參演人員更身歷其境的體會核

子事故面臨的各種狀況及熟練相對應的應變作為，也能讓觀摩人員更能理

解應變流程。不過也因採取「依照時序」及「實地實景」的演練方式，所

以觀摩項目有限，觀摩過程也需耗費較多的交通時間。現行我國辦理實兵

演練時，係依照演習時序規劃演練項目，唯因演練項目多元，為能讓觀摩

人員能全程參與，會視狀況而微調觀摩順序，以達最大觀摩效益。爰此，

建議我國未來規劃實兵演練觀摩時，可結合兩國辦理方式特點，在觀摩順

序及觀摩項次中求取平衡，以提升整體觀摩成效。 

二、 本次參訪日本原子力防災演練，觀察到日方亦以全災害的角度規劃應變

作為，包含因地震造成的傷患救助、緊急醫療救護隊(DMAT)的出動及直

升機異地轉送傷患等，而演習層級也提升至行政首長；近年來，我國核安

演習之辦理也不斷精進，除從嚴、從難規劃重大天災併同核子事故之演習

情境外，並透過跨區域與跨部會協調整合之演練，以驗證核子事故決策與

應變流程及相關應變計畫與程序書之可行性。藉此交流，可了解我國從演

習情境設計、跨單位協調演練及應變機制規劃，皆能與國際接軌，應持續

依現有基礎精進。 

三、 日本政府於福島事件後已全面推動核能電廠強化改善措施，且已陸續完

成重要設施建置。而我國為強化核能電廠安全防護能力，除完成核能電廠

總體檢外，亦逐年推動核能電廠完成耐震、抗海嘯及多重緊急應變水(電)

源措施以強化電廠整體抗災及緊急應變能力。本次演習除觀摩日本島根電

廠之強化作為外，也觀察到廠外對策本部備有一定天數的災防食物包可供

應變人員使用，建議未來持續關注其相關經驗，做為我國之參考。 

四、 福島事故至今已逾 8 年，而本次赴日本島根電廠參訪，了解日本對於 

福島事故後，緊急應變機制規劃及電廠強化措施，對精進我國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機制，實有助益；而島根電廠 1 號機正進行除役規劃，各項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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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準備措施等作法也值得將來我國各核電廠除役規劃之參考；因此，建議

未來持續與日方進行互訪活動，包括持續派遣人員互相觀摩年度核安(原

子力防災)演習，透過彼此技術經驗的交流，以提升我國核子事故緊急應

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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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附件一 

11/9 全面緊急事故 PAZ地區發布民眾防護作為之 CBS內容 

 

緊急警報 
「演練測試」避難及室內掩

蔽 
「這是演練，無須實際採取

行動。This is a test」 
這裡是松江市，島根核電廠

2 號機事故擴大，進入全面

緊急事態，因此中央針對下

列地區下達避難及穩定碘

片服用的指示。 
對象地區：鹿島町全域、島

根町大戸、上佐陀、下佐

陀、西生馬、古志、西谷、

莊成、西長江及東長江的市

道古志大野線北邊及其他

地區下達避難指示。 
（松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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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10 全面緊急事故執行 UPZ 地區民眾疏散時發布之 CBS 內容 

 

緊急警報 

「演練測試」避難指示 

「這是演練郵件」This is a 

test 

這裡是安來市，針對島根核

電廠事故，已確認輻射劑量

超出標準值，因此對大塚及

吉天地區下達避難指示。搭

乘巴士避難的居民請前往

指定的場所集合。 

「這是演練郵件，發送結

束」 

(安來市） 

 

「演練」核災避難 

「這是演練」這裡是米子

市，島根核電廠事故確定造

成加茂地區的輻射劑量超

出標準值。加茂地區民眾請

於 1 週內使用自用車避難，

搭巴士避難的民眾請前往

臨時集結場所集合。加茂地

區以外的民眾請持續實施

室內掩蔽。 

「這是演練，實際發生災害

時，會發送這種郵件」 

（米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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